
【你好，洛阳】11月22日，是洛阳
发起命名的“诚信日”。卖彩票的张
老二、的哥常雪均、乡村教师吴觅
博……这些平凡人物的诚信故事生
动阐明一个道理：大道唯诚，无信不
立。个人创业、企业经营、城市发展，
诚信都不可或缺。当诚信洛阳建设
变成更多人的自觉行动，我们将拥有
一张不可估量的王牌！

（相关报道见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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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民所需者，
莫不全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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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2014年度城镇居民
医保参保缴费截止时间

还有99天

“一千年文明看北京，三千年文明
看西安，五千年文明看洛阳。”这是对中
华文明史和洛阳历史地位的最好概
括。然而，作为迄今洛阳尚存的唯一一
座古代城池，老城在历经岁月与战火的
洗礼后，昔日飞檐耸峙、鳞次栉比、古色
古香的盛景早已不复存在，而成为我市
面积最大、条件最差的棚户区。文化渴
盼涅槃，民生呼唤改善，实施古城保护
与整治迫在眉睫。

地位 ：洛阳尚存的唯一
古代城池

始建于金兴定元年（公元 1217 年）
的洛阳老城，自建成后至新中国成立前，
其城池格局、街巷框架基本未变，是我市
迄今尚存的唯一一座古代城池，也是我
市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座古城。

据《洛阳市老城区志》记载，老城城
墙在金元时期仍为夯土结构，至明洪武
六年（公元1373年）始包砌城砖，至此老
城轮廓最终确定。明清以来，老城一直
是河南府治或洛阳县治所在地，是洛阳
及豫西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老城拥有极其丰富的人文景观，董
公祠、妥灵宫、文峰塔、府文庙、明清鼓
楼等人文景点星罗棋布，是河洛历史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外地游客探寻
古都洛阳文化记忆的必到之处。

现状 ：“棚户”遍地，大
不“宜居”

老城旧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

同”之说，曾有很多历史名人典故，而如
今民居杂乱交错，街巷深处，不少院落
倒塌，有的成为危房，几十年无人居住。

在老城区东南隅、西南隅历史文化
街区内，有30%是公共房屋。老城区房
管局负责老城区公共房屋的修缮工
作。每逢雨雪天气都是他们最忙的时
候。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房子的椽子
是桐木，过几年就会沤断，即使彻底翻
修房顶也只能坚持10余年。

由于缺乏整体规划与保护，数十
年来，老城区民居擅自改建、私搭乱
建房屋行为屡禁不止，80%以上的民
居为砖混结构、红砖立面、平屋顶、二
层为主的建筑形式，原有传统民居的
格局被切割破坏，“院中院”现象普遍
存在，住户与住户之间距离很近，采
光和通风条件很差，屋内狭小、阴暗
潮湿。

此外，80%居民家中无厕所、暖

气、煤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难
以介入。

采访中，一名在此生活的居民说，
家里无暖气、无煤气，用的是公共厕所，
半夜三更还要去几百米远的地方方便，
他早有搬家的念头。家住广平街 14 号
院的冀伟萍说，自家院子门前常年没有
路灯，前些年治安乱，一到晚上就不敢
出门。一名外地游客感叹：“老城街区
内的私家大院经年失修，就连最具代表
性的文峰塔，三面都被低矮破建筑包
围，连给文峰塔照个全身照的地方都找
不到。”

老城区委书记陈金剑说，老城区
是洛阳在多个历史时期城址叠加的区
域，是洛阳城市文化传承至今的核心
物质载体，但现在成为我市面积最大、
条件最差的棚户区，古城保护与整治
刻不容缓。

呼唤 ：民心所向，改造
正当其时

虽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老城区在
不破坏原街道格局的基础上，将所有道
路铺上水泥；2001年，又将东、西、南、北

四条大街铺上青石板，重建丽景门和鼓
楼，但这种“补丁式”的修葺，并未真正
改变老城的破败景象。老城居民未能
切实享受身居古城的优越性和地缘优
势带来的发展机遇，老城宝贵的历史文
化资源被占用或闲置，形成抱着“金饭
碗”其实没收益的尴尬局面。

近年来，老城区紧扣国家大遗址保
护和创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核
心载体的契机，多次召开东南隅、西南
隅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整治座谈会和
市民讨论会。

在充分调查民意及征求专家意见
基础上，2009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
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努力使其成为既
具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又具现代气息和
特色的洛阳新名片，既体现保护利用历
史文化，又最大限度改善民生。

今年 8 月 5 日，古城保护与整治修
建性规划得到省住建厅、省文物局的正
式批准，古城保护与整治拉开序幕。

古城改造，重在民生。如今，过半
居民已签署征迁协议，破旧房屋也开始
拆迁，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终将为这
座古城洗去岁月的尘垢，使古老的华夏
历史文明重绽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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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水微博招商
打开一扇门窗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的关键词。政府既是改革的主导
者，也是改革的对象。《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
称《决定》）清晰地界定了政府的职能和
作用，可概括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

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这意
味着，未来政府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
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面临的
核心问题。政府宏观调控是看得见的
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要在“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下
发展完善。然而，长期以来政府支配资
源的权力过大，“手伸得太长”的问题也
始终存在。

《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
效的政府治理，才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市法制办
主任张体健认为，“科学”“有效”，给政
府职能发挥定下了明确的基调——要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
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
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下转03版）

——我市各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综述之六

转变政府职能 激发市场活力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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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是迄今我市尚存的
唯一一处保存完整的古代城
池，却又是我市目前最大的棚
户区。为传承文化，改善民生，
提升档次，我市启动了古城保
护与整治项目。如何进行创造
性保护古城，改造提升后的古
城是啥样儿？……围绕这些内
容，本报今起开设《传承文化
改善民生 实施古城保护与整
治》栏目，敬请关注。

老城老城

古城保
护与整治项
目实施后的
洛 阳 老 城
（效果图）

街道破败、房舍危旧的洛阳老城现状

本报北京讯（记者 孙自豪）
昨日，2013年中欧城镇化伙伴关
系论坛主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在主论坛上，共有天津、深
圳、洛阳等12个城市与欧盟有关
城市、机构达成合作意向，并在中
欧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意向书。
其中，我市与意大利都灵市签署

《中欧城镇化合作城市项目意向
书》，双方将围绕创新型城市、智
慧城市等领域，加强在城市规划、
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方面的交流
合作，建立中欧城镇化合作城市
伙伴关系。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
和都灵市副市长朱立安娜·特德
斯科代表双方签字。

欧盟是城镇化的先行者。自
去年中欧建立城镇化伙伴关系以
来，我市积极与欧洲城市对接，促
成了一批合作项目，其中包括意
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洛阳中意研究
院项目。

意向书载明，此次合作将在
中欧领导人签署的《中欧城镇化
伙伴关系共同宣言》的框架下进
行，旨在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城镇
化相关领域合作，寻求应对城镇
化领域相关挑战的解决方案。双
方将依据在城市、地理、文化等领
域的相似性，充分利用已有合作
载体和平台，以建设“创新城市、
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
等为目标，推动双方在城镇化发
展战略、城镇化空间布局、城镇
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深
入合作。双方将各自确定一名
组长，负责推进合作意向的实
施。双方将进一步细化方案，拿
出涵盖阶段性目标及整体目标的
合作计划。

根据双方合作意向，都灵市
将依托洛阳中意研究院等合作
平台，向洛阳市推介知名企业、
技术、人才和资源，为洛阳市建
设和谐宜居城市提供先进理念、
技术与管理经验等支持。洛阳
市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
科研成果转化提供要素保障，支
持都灵市企业参与本地节能环
保产业、文化创意、新能源等领
域的项目建设。双方将通过深
化项目合作和技术交流，共同推
动城镇化与高新技术产业化互
促共进，夯实城市友好与合作发
展的基础，成为中欧城镇化合作
的典范。

据悉，本届中欧城镇化伙伴
关系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欧盟委员会能源总司共同
举办，由 1 个主论坛和 5 个分论坛组成，主论坛主题为可
持续城镇化，5个分论坛分别为创新城市、绿色城市、智慧
城市、人文城市及城市交通。论坛同期还举办了中欧城
市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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